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Fuzziology 运筹与模糊学, 2023, 13(5), 4470-4477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447   

文章引用: 郁雯慧. 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影响[J]. 运筹与模糊学, 2023, 13(5): 4470-4477.  
DOI: 10.12677/orf.2023.135447 

 
 

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影响 
——基于CGSS2021的实证研究 

郁雯慧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8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28日 

 
 

 
摘  要 

大学生健康状况不仅关系到自身学业的成就，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而社会信任感是

社会关系中的一种重要特征和基础，它对于维系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以

CGSS2021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探究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

况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

健康状况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整体信任水平、提高制度信任水平等措施，培养大

学生对社会的信任，进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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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own academic achievement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The sense of 
social trust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and basis of social relatio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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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CGSS2021 and SPSS 26.0 statistical softwa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on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sta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social trust on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statu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social trust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status. Therefore, we can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trust in so-
ciety by improving the overall trust level of society and improving the trust level of the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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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关键指标。健康在具有内在价值

的基础上，还被认为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其工具性价值体现在对社会各行业能起到促进作用，比如说促进

了经济水平的增长、提升了国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居民人均收入、扩大了居民受教育的机会等等[1]。
而作为我国人力资源中的优质资源，大学生作为我国未来发展建设中的栋梁，为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提供了

大量的智力支持，因此拥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状况是确保大学生发挥智慧贡献的首要前提。所以大学生健康

状况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关注。 
“信”，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弘扬

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信任感是指人们对于除了家庭成员以外的社

会人员的信任度。社会信任感是对国家体制、社会体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可靠度、可信度的正向信念，是

如今社会活动中众多联结结构的必要元素之一[2]。因此，探究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影响和作

用机制同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在下文中以 CGSS2021 年代替)
的问卷数据为基础，通过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深入探究对于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上，是

否社会信任感也存在其中，同时探究是否满足线性回归关系等。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提升社会信任感和

提高大学生健康状况给予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社会信任感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对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因素上。从微观角度研究来看，李涛

[3]、王佳[4]等人经过多次研究调查认为年纪、婚姻状态、工资收入、宗教信仰情况等个人因素会直接对居

民的社会信任感产生影响。黄健[5]等人的研究认为教育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信任感，此外李俊青[6]等人认

为感染过传染病会明显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并且感染的次数越多则信任感越低。从宏观角度研究来看，

刘军强[7]认为平等观念这个因素尤其重要，在更平等的国家其社会信任水平也更高，在相对不平等的国家

其社会信任水平也较低。也就是说，是否相信“善恶是否有报”可以预测居民的社会信任感。 
关于健康状况在社会领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健康视为一项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具有特

定的含义，它表明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个人和国家对健康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二是一个国家

国民的健康状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学者们对于健康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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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领域：一是针对不同群体的健康专项研究。最多的是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老年人群的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方向华等人[8]研究表明自评健康是社会调查研究

中表示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价的最常用指标。或者以性别分样本研究，如翟淑云[9]的研究结果表示男性群

体的整体健康水平比女性群体的整体健康水平更好。二是探讨了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比如，穆滢潭

[10]认为医疗卫生治理体系水平会对居民健康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想彻底解决健康不平等等此类问题，

首先需要健全医疗卫生治理的内在体系，从而提高医疗治理水平。此外，张检[11]认为居民个人的经济收

入水平对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居民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越可以有效促进个人健康水平。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回顾，发现虽然有很多对于社会信任感和健康状况的研究，但更多的是分别

从对其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论述，研究社会信任感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则相对较少，而聚焦大学生这一群体

的健康状况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即 CGSS2021
年度的数据资料，以问卷中涉及社会信任感相关题目为出发点，系统地探讨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

的作用机制，为提高社会信任感和大学生健康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社会

信任感与大学生健康状况存在线性回归关系，提高社会信任感，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健康水平。 

3. 数据选择和变量测定 

(一) 数据选择 
本文的数据样本来自于 CGSS2021 年的统计数据，从该数据中选取最高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及以上

学历的样本，共采用 1671 份数据。样本中男性为 804 人，占比 48.1%，女性 867 人，占比 51.9%；在民

族上汉族有 1567 人，占比 93.8%，少数民族有 104 人，占比 6.2%；在宗教信仰上，只有 4.7%的人信仰

宗教；在政治面貌上，大多为非党员，占比 75.3%，党员仅为 24.7%；在户口状况上，没有户口的人很少，

仅占比 1.1% (详情请参照表 1)。 
 

Table 1. Overall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总体样本特征 

变量 分类 频率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男 804 48.1 48.1 

女 867 51.9 100 

总计 1671 100  

民族 

汉族 1567 93.8 93.8 

少数民族 104 6.2 100 

总计 1671 100  

宗教信仰 

不信仰 1592 95.3 95.3 

信仰 79 4.7 100 

总计 1671 100  

政治面貌 

群众 820 49.07 49.07 

共青团员 437 26.13 75.2 

民主党派 2 0.1 75.3 

共产党员 412 24.7 100 

总计 16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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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户口状况 

农业户口 510 30.52 30.52 

居民户口 1137 68.04 98.6 

军籍 5 0.3 98.9 

没有户口 19 1.1 100 

总计 1671 100  

 
(二) 变量界定 
在本文中选取最高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共获得 1671 份有效数据，在 CGSS2021

年的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是 A 板块的第 7a 题；将健康状况设置为因变量，在 CGSS2021 年的调查

问卷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是 A 板块的第 15 题；将社会信任感设置为自变量，在 CGSS2021 年的调查问卷

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是 A 板块的第 33 题；将研究主题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和户口状况共 5
项人口学变量设置为此次研究的控制变量。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CGSS2021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通过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单因素 ANOVA 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以及线性回归分析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深入

研究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影响。 

4. 实证研究 

(一) 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基本情况 
本文在 CGSS2021 年的统计数据中的 1671 份有效样本中，对大学生的健康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

出：总体而言，认为自己不健康的人有 74 人，占比 4.5%，认为自己健康的人有 1212 人，占比 72.5%，认

为自己一般健康的人有 385 人，占比 23%，可以看出有七成左右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健康(详情请参照图 1)。 
 

 
Figure 1.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2021 
图 1. 2021 大学生健康状况直方图 

 
(二) 社会信任感的基本情况 
本文在 1671 个有效样本中，通过对 CGSS2021 年的统计数据中的社会信任感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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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这问题上，不同意的人有 238 人，

占比 14.2%，说不上同意不同意的人共有 248 人，占比 14.9%，同意的人共 1185 人，占比 70.9%，可以

看出有七成左右的大学生同意这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详情请参照图 2)。 
 

 
Figure 2. Histogram of Social trust in 2021 
图 2. 2021 社会信任感直方图 

 
(三) 大学生健康状况与各人口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大学生健康状况与各人口变量之间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得出：不同性

别大学生的差异在健康状况方面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论男女都会追求良好的健康状态；不同

民族的大学生的差异在健康状况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汉族比少数民族更想要获得健康的身心；

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在健康状况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没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更想追求健康；

不同政治面貌的差异在健康状况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共青团员的大学生越容易追求健康；

不同户口状况的差异在健康状况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军籍户口的大学生更追求良好的健康状

态(详情请参照表 2)。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single factor ANOVA analysis 
表 2. 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 

因变量 因子 t/F P 
大学生健康状况 性别 0.509 0.967 

 民族 0.025 0.032 
 宗教信仰 2.967 0.006 
 政治面貌 11.757 0.000 
 户口状况 12.146 0.000 

 
(四) 社会信任感与各人口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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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社会信任感与各人口变量之间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得出：不同性别大

学生的差异在社会信任感方面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论男女都会对社会产生信任感；不同民族

的大学生的差异在社会信任感方面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会有社会信

任感；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在社会信任感方面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没有宗教信仰都会有社会

信任感；不同政治面貌的差异在社会信任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共产党员的大学生对社

会的信任感更高；不同户口状况的差异在社会信任感方面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任何户口状态的

大学生都会对社会产生信任感(详情请参照表 3)。 
 

Table 3.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single factor ANOVA analysis 
表 3. 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 

自变量 因子 t/F P 
社会信任感 性别 2.084 0.156 

 民族 0.830 0.231 
 宗教信仰 1.081 0.057 
 政治面貌 3.689 0.012 
 户口状况 1.030 0.378 

 
(五) 社会信任感与大学生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 CGSS2021 年的统计数据中的社会信任感和大学生健康状况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得出：社

会信任感和大学生健康状况呈正相关(P < 0.01 且相关性系数大于 0)，即社会信任感越高，越能提高大学

生的健康状况，反之亦然(详情请参照表 4)。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4.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社会信任感 大学生健康状况 
社会信任感 1 0.097** 

大学生健康状况 0.097** 1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六) 社会信任感和大学生健康状况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 CGSS2021 年的统计数据，以大学生健康状况为因变量，以社会信任感为自变量建立线性

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097, P < 0.01)，社

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有正向预测作用(详情请参照表 5)。 
 

Table 5.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5. 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B 标准错误 Beta t P 

社会信任感 0.091 0.023 0.097 3.990 0.000 

a、因变量：大学生健康状况 

5.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上述对于 CGSS2021 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可以得出：认为自己不健康的大学生有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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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比 4.5%，认为自己健康的大学生有 1212 人，占比 72.5%，认为自己一般健康的大学生有 385 人，

占比 23%，可以看出有七成左右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健康的。对大学生健康状况与各人口变量进行独立样

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得出：虽然性别在大学生健康状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不管男女都有

可能会追求良好的健康状态。但是在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以及户口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现为汉族、没有宗教信仰，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和户口为军籍的大学生越追求健康的身心。对社会信

任感与各人口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得出：性别、民族、宗教信仰和户口状况

对于社会信任感均无显著差异，只有在政治面貌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即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的大学生的

社会信任感更高。对社会信任感和大学生健康状况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得出：社会信任感和大学生健

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以说明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有着正向影响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

关系，又以大学生健康状况为因变量，以社会信任感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社会信任

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社会信任感对大学生健康状况有正向预测作用。 
基于上述对于 CGSS2021 的相关数据的讨论结果，针对如何提升社会信任感以提高大学生的健康状

况，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提升社会整体信任水平，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这需要从民俗文化入手，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蕴藏着丰富的诚信、人格修养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在大学生的个人信赖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所以，政府、社会和媒体都是社会信任体系建设的支撑者，他们要结合现实情况，积极地开展加强

社会信任文化传播活动，把诚信文化与活动内容相融合，以此来传递理念、凝聚力量，形成良好的文化

风气，为大学生创造一个行之有效的信任体系建设环境，让社会的秩序变得更加稳定。 
提高制度信任水平，从而改善健康公共环境。第一，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组织要强化自身管理，

注重专业能力培训，健全信息披露等程序。第二，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和健全诚信档案，并制定相应的监

管和处罚制度，尽快健全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法律宣传和执法力度，增加违法行为

的成本。第三，要加强对民生的关注，如医疗卫生、教育资源、住房保障等，以减少城乡之间的贫富差

距。首先是立足于民众的角度，以赢得民众的信任，制定出一套切合实际的政策执行管理体系，使所有

的政策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其次是要主动响应民意，对民意关注的问题和政策进行耐心讲解，逐渐提高

他们对于外界的信任，优化健康公共环境，进而助力大学生健康水平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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